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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群来自上海的90后护士

他们奋战在一个共同的“战场”
一句“我一定会好好回来的”，是沈妍对父母的

承诺；一封入党申请书，是刘雯的信念；一位重症老
爷爷，是沈伟鸿的挂念；一个卡哇伊的漫画形象，是
徐家宜让别人辨别的标志。

他们都是来自上海的“90后”护士，如今他们有
一个共同的“战场”——武汉。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郭颖 范彦萍

在出征武汉前，徐汇区中心
医院的“90后”护士徐家宜把自
己4岁的孩子托付给婆婆照顾。
医院的小姐妹特地用电脑打印
了徐家宜的卡通头像，方便她贴
在行李箱、防护服上。1990年出
生的徐家宜告诉记者，穿上防护
服后只能看到眼睛，谁也不认识
谁，有了卡通头像，方便大家记
住你。

徐家宜此次支援的地点是
金银潭医院。她在防护服上贴
上了卡通头像，写好自己的名
字，让大家都能记住自己。

有位患者之前使用的是无
创呼吸机，后来病情好转，换成
高流量吸氧后能开口说话了，
他说，“小姑娘，你不要走来走
去，坐下来休息下，太辛苦了。”
还有的患者心疼她，“你不要一
直待在病房里，有事我会叫你
的。”

几乎每一天，都有暖心一刻
发生。徐家宜告诉记者，不少重
病病人需要心电监护，一旦发出
报警，她要随时查看情况。白天

吊补液的时候，有的病人说，自
己会看着的。你不用管，非常体
贴护理人员。

因为与部分病人语言沟通
上可能有难度，于是，徐家宜
就想到了用非语言沟通。将
加油的话写下来，贴在窗上，
她还叠起了千纸鹤，剪出小爱
心，用这样有爱心的方式与他
们交流。

“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
样。我们所有去的小伙伴们都
在互相学习和自我学习中。每
个人都有比较拿手的特长。”徐
家宜告诉记者，在作战过程中，
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前不
久，一同出征武汉的小伙伴中
有人过生日，因为物资紧张，没
办法解决生日蛋糕的事。她就
自告奋勇联系了一家蛋糕店。
特殊时期，人手、材料不足，没
想到对方爽快地答应下来，紧
赶慢赶把蛋糕做出来。吃晚饭
的时候，她将新鲜出炉的蛋糕
送到队员手里，大家一起庆祝
生日。

“感谢各位领导、朋友和家
人的祝福。我很清楚，若是因恐
惧和迷茫便放弃了自己的职责
所在，才是更为可耻的事情，愿
为武汉疫情献上自己的绵薄之
力！”在朋友圈留下这段话后，上
海市第七人民医院“90后”男护
士沈伟鸿踏上了奔赴武汉前线
的征途。

沈伟鸿是个土生土长的上
海男孩，当领导找他反复确认
时，他说：“我没对象，没孩子，有
一个哥哥，也不怕父母没人照
顾。”

怕父母不同意，他还故意说
得轻描淡写。

此时的他，已奋战在武汉金
银潭医院，在那里，他既是护士，
又是护工。补液，喂药，喂饭，大
小便护理，换床单被套，对仪器
清理消毒，心理护理，健康宣教
等等，什么都要干。

沈伟鸿护理的病人里有个
重症的老爷爷，差不多每隔15分
钟就会自己把无创呼吸机的面
罩扯下来，偏偏他情况不是很
好，面罩拿掉后氧饱和度就会掉
到五六十。看到其他患者情况
基本稳定，沈伟鸿索性就搬了个
凳子坐在他边上，时时看着他，
防止他烦躁不配合治疗，叮嘱他
要配合治疗，给他信心。

“我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
去世了，外公去年生病走了，看
到他后，特别感同身受，就像对
待自己的长辈一样。”沈伟鸿说，
他很崇拜一起来援鄂的护士长
李冬梅，“抗击SARS、支援汶川大
地震，这次又来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

在武汉的这些日子里，沈伟
鸿感受到了紧张有序。“除夕夜
来得急，很多物资都没来得及
带，后续很多好心人和企业送来

了物资，群里大家都很踊跃，自
发报名一起帮忙统计分发物
资。”刚来时，防护物资不够，各
家都捐出自己医院带来的“存
货”，优先确保当班医护人员能
够全副武装地进入病区开展工
作。“我们还在餐厅大堂里一起
为小伙伴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特
殊生日。”

当年高考选择护理专业时，
除了考虑到男护士紧缺，还有就
是“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沈
伟鸿先后轮转过手术室、急诊
室，最后定职在了重症监护室。

“男护士的优势是力气大，在帮
患者翻身或者挪动仪器时更有
力，缺点可能就像‘爸爸带孩
子’，没女孩子那么细心。”

自认“不是暖男”的沈伟鸿
还没有女朋友，他说，等武汉疫
情结束，回到上海，一切都会有
新的开始。

一个卡哇伊的漫画形象

一位难忘的重症老爷爷

“身在武汉，与身边无数的
优秀共产党员并肩作战，我会以
身边的老师们为榜样，在第一线
打磨自己，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
要求自己……”这是一封在武汉
抗疫第一线递交的入党申请书，
递交者是普陀区利群医院青年
护师刘雯。

到达武汉的这些天来，刘
雯已经习惯了新病房、新流
程，和来自不同科室的人并肩
作战。轮岗轮班，要求严格执
行查对制度，身处抗疫一线，
刘雯更加处处注意，一直高度
紧张，“这几天我在冲补液时，
每次都要对上好几遍，不然不
放心。”她还总对自己说：“仔
细再仔细。”

病房里，很安静，病人说话
也不多。护士们除了做好护理
工作外，还要照顾患者的生活，
帮助患者解大小便、喂饭喂水
等。

刚到武汉的几天，可能因为
水土不服，刘雯有点拉肚子，她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岗后可不
能这样，要去洗手间的话，防护
服就浪费了。幸好，在吃了药调
整后，她已经好多了，但她还是

尽自己所能，保持上班前不吃不
喝，免得肠胃不舒服。

紧张的工作之余，各方暖心
的举动也让刘雯觉得温暖，每天
下班后，她常看到群里跳出消
息，各方又给医护人员送吃的喝
的，很多都是武汉市民自己掏腰
包买的，超感动。

儿行千里母担忧，作为家里
的独女，刘雯从小也是被父母宠
着长大的，从来没有离家这么长
时间。到武汉后，她每天给家里
报平安，时间适合就视频，实在
太忙也会发个微信，报一声“一
切都好”。一次上海媒体视频连
线还拍到了她，她开心地问父母
有没有看到她，“妈妈，我很好，
你们放心！”

这名平时热衷公益的青
年护师，还被奋战一线的党员
深深感动，连夜写了入党申请
书，在入党申请书中她提到：

“武汉医务人员不足的情况使
我备感焦急，当得知上海将组
织医务队赴武汉时，我毫不犹
豫地报名参加。”此时此刻还
奋战在武汉的她，也更加坚定
了信念：“我志愿加入中国共
产党。”

一封前线递交的入党申请书

年轻、未婚、没有孩子，少后
顾之忧，这是金山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呼吸科“90后”护士沈妍报
名驰援武汉的理由。她也成为
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的成员，在
除夕夜，踏上前往武汉的路。

到达的第二天，沈妍就开始
了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工作。
第一次穿防护服让她深感压力，
N道步骤，穿戴完毕花了二十多
分钟。进病房，为患者量体温、
巡视，一轮工作结束，里面的衣
服全都湿透，所有的衣服粘在身
上，显得更加笨重。为了保持室
内通风，病房里未开空调，窗户
全都打开，闲下来的时候她又感

到阵阵寒意，第一次夜班让她一
直高度紧张。

不过到现在，沈妍已经适应
了隔离病房的工作状态。

只是每天下班后，她都会仔
细瞅瞅镜子中的自己，压痕又深
了，这是口罩和护目镜为她留下
的工作印痕，伸手轻轻一碰，“真
的很痛。”

护目镜也是沈妍还在努力
适应的，由于出汗和呼吸，护目
镜里会产生雾气，给她展现稍显
朦胧的世界，只能通过缝隙观
察。每次给患者抽血时，她都会
非常小心，怕抽血抽两针，增加
患者的负担，“哪怕只是测体温、

抽血这样的小事上，我都想让患
者少承担点痛苦。”

沈妍唯一的牵挂就是父
母。父亲牙痛已经将近一个月，
本来约好了 2 月上旬带他去看
牙，结果她失约了。原本也答应
母亲，趁着春节好好陪陪她，没
想到自己连年夜饭都没吃完就
出发了，只留下他们独自担心。

“我一定会好好回来的。”这是沈
妍出发前匆忙说的一句话，她也
不敢多看几眼父母，怕眼泪不自
觉就掉下来。

如今她每天给家里报平安，
也适应了金银潭医院的工作节
奏，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句“我一定会好好回来的”

“90后”男护士沈伟鸿在武汉前线。 受访者供图


